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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

　　抗战几年来，联大在学术工作上，在民主运动中，总算尽了它的一部份力量。
　　联大能有今天的表现，也并不是偶然的事。
　　首先，我们得承认：青年总应该算是社会各阶层中最富于正义感，最热情，最纯洁，生活力最充
沛的一部份中坚。
只要他们看清了事实，他们总是“见义勇为”，见不义敢于反抗。
　　抗战初起，全民族都感到兴奋。
全国的学生，尤其是大学同学，紧接着“一二·九”学生运动的高潮，大部份参加了抗日的阵营。
　　北大，清华，南开三校南迁时，已有一部份同学留在北方游击区与敌人周旋。
　　联大的前身——长沙临大时代，正是抗战中最热烈的武汉时期。
那时学校里发生了两件事：一件是同学们要求学校实施战时教育，他们觉得这种平时的教育已经不太
适合战时的需要，学生应该随时准备以身报国，一旦国家危急，总不能还抱着庄子楚辞或是莎士比亚
上前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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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本书由西南联大《除夕副刊》主编，初版于一九四六年七月，是不可多得的联大文献。
本书文字朴实，内容丰富，主要由“历史回顾”、“联大生活”、“联大教授”三部分组成。

“历史回顾”介绍了联大校史上一系列比较重大的事件，如倒孔运动、五四纪念活动、壁报活动、文
艺活动、“一二·一”运动及民主运动等；“联大生活”包罗甚广，既有跑警报这样别致的“教授生
活之一章”，也有衣食住行之类“片断的回忆”，还有助教、兼差、从军、译训、社团等各种生活实
录；“联大教授”前三篇文章讲述了闻一多先生的事迹，《教授介绍》一文由学生写老师，刻画出联
大教授在学生心目中的真实形象，读来别有风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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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简介

唯一由联大学生自行组稿编撰的联大文献，闻一多亲笔题署。

1946年初版，60年后首次完整再版。

Page 4

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<<联大八年>>

书籍目录

我们的道路(代序)
历史回顾
　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史/冯友兰
　八年来的回忆与感想/闻一多谈话际戡笔记
　长征日记——由长沙到昆明/吴徵镒
　倒孔运动/公唐
　三十三年五四在联大/资料室
　三十四年五四在联大/资料室
　“一二·一”运动始末记/闻一多
　普选在联大/胡卢
　八年来的民主运动/资料室
　八年来的生活与学习/资料室
　八年来的壁报活动/资料室
　八年来的文艺活动/资料室
　胜利以后联大的民主运动/资料室
联大生活
　疏散——教授生活之一章/费孝通
　我的教书生活——助教生涯/鲁溪
　一个职员的话/培之
　蒙自生活点滴/资料室
　片断的回忆/光远
　我住在新校舍——衣食住行及其他/走辛田
　盐行琐碎记——工院生活/韦人
　南院，我们的家/马英
　师院生活/永年
　我是联大一年级生
　　(一)，冷眉
　　(二)心田
　先修班/先声
　兼差在联大
　　(一)我的兼差生活/刘离
　　(二)不必要的忙碌，木水公
　　(三)卖报，卖报瑚益
　从军生活
　　(一)从军行/王宗周
　　(二)从军苦/刘离
　“翻译官”
　　(一)/张祖
　　(二)/华人
　联大的团体生活
　群社/残年
　记冬青社/公唐
　学生自治会沿革/中道
　由同学看“党”“团”珩型
　关于“联大文艺社”/文艺社

Page 5

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<<联大八年>>

　我们的级会/生活壁报
　“现实”两年，“现实”壁报
　“报联”/何达
　新诗社，新诗社
　剧艺社，鬼斗
　阳光美术社，阳光
　高声唱歌咏队/高声社
　联大的两个体育团体/联大通讯
　除夕社/除夕社
　民主与学习社/民习
联大教授
　闻一多先生死难经过/资料室
　闻一多先生最后一次讲演/资料室
　闻一多先生事略/资料室
　教授介绍(共一零二位) /资料室
后记

Page 6

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<<联大八年>>

章节摘录

　　历史回顾　　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史　　冯友兰　　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九月九日，我国家受日本
之降于南京。
上距二十六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之变，为时八年；再上距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沈阳之变，为时十四年；再
上距清甲午之役，为时五十一年。
举凡五十年间，日本所鲸吞蚕食于我国家者，至是悉备图籍献还。
全胜之局，秦汉以来所未有也。
国立北京大学、国立清华大学原设北平，私立南开大学原设天津。
自沈阳之变，我国家之威权逐渐南移，惟以文化力量与日本争持于平津，此三校实为其中坚。
二十六年平津失守，三校奉命迁于湖南，合组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。
以三校校长蒋梦麟、梅贻琦、张伯苓为常务委员，主持校务。
设法、理、工学院于长沙，文学院于南岳。
于十一月一日开始上课。
迨京沪失守，武汉震动，临时大学又奉命迁云南。
师生徒步经贵州，于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六日抵昆明。
旋奉命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，设理、工学院于昆明，文法学院于蒙自，于五月四日开始上课。
一学期后，文法学院亦迁昆明。
二十七年增设师范学院。
二十九年设分校于四川叙永，一学年后并于本校。
昆明本为后方名城，自日军入安南，陷缅甸，乃成前方重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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媒体关注与评论

　　你想知道联大精神吗?这里没有升旗早操，更没有纪念周训话，也不像别的大学，一进去有一个月
的新生训练，灌输你什么校史和“总裁言论”。
　　——心田　　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，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，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，外来
民主堡垒之称号，违千夫之诺诺，作一士之谔谔。
　　——冯友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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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推荐

　　《联大八年》犀利如刀笔，活画真性情　　钱端升、金岳霖、张奚若、曾昭抡、闻一多、冯友兰
、吴大猷、潘光旦、杨武之、吴晗、费孝通、华罗庚、吴　宓、傅斯年、梅贻琦⋯⋯大牌教授们鲜为
人知的一面。
　　关于西南联大，学术界公认最珍稀、最有价值的资料莫过于《联大八年》　　1946年初版，60年
后首次完整再版，唯一由当年的学生自行组稿编撰出版的一部联大文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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